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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 词 “固 然 ” “自然”辨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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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虚词的研究一直是语言学家研究的重点。以“固然”“自然”两词为例，对其连词属性的研究辨 

析“固然”“自然”的异同，从句中分布、语义、语用三个平面的角度进行具体的分析，运用认知语言学中 

的言语行为理论、语用推理理论对“固然”“自然”的虚化过程进行了说明，得出“固然”的连词词汇化程 

度要高于“自然”的结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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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词一直是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的重点。 

主要由于虚词数量庞大且意义用法有相通之 

处,难以明确区分。“然 ”类连词更是语言学 

家研究的兴趣所在，关于研究“然 ”类连词的 

文章著作数量非常多。本文主要探究连词“固 

然”“自然”在句子之中的分布、语义和语用三 

方面的异同之处。

第七版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对“固然”和 

“自然”的解释如下：

固然:连词①表示承认某个事实，引起下 

文转折;②表示承认甲事实，也不否认乙事实。 

自然:①名词。自然界;②形容词。 自由发展; 

不经人力干预（区别于“人工、人造”）；③副 

词。表示理所当然；④连词。连接分句或句 

子 ，表示语义转折或追加说明。本文从连词方 

面加以说明,不考虑“自然”的其他词性意义。

一 、句 中 分 布

“固然”多用在主语后，少数情况出现在 

主语前,特殊情况下可以放在两个形容词之 

间。而“自然”多出现在主语之后，多分布于 

句中。

(一）“固然”的分布情况

1. “固然”常出现在主语之后，分布在句中 

或段落起始。

例如：

(1 )心理初性是什么固然重要，但如 

何促进心理初性发挥其积极的效果更是 

人们亟须了解的。

(2 ) 获得固然可喜，失去也未必可悲， 

重要的是思考方法。

“固然”在句中大多数位于主谓之间，在 

主句之前主语之后，在承认前句内容的同时因 

处于此内容相反的内容。如 （1)句 ，引出下文 

的转折，承认心理靭性的重要性，引起转折突 

出其发挥的重要作用，“固然”在位于句首或 

主语之后引起转折时，后面通常会出现“但 ” 

“但是”或者“也”来补充转折内容。（2 )句是 

既承认了前一事物的存在，但又不否认另一事 

物的合理性，对全句内容起到一个补充作用。

2. “固然”在重复同一形容词谓语时，放在 

两个形容词中间。

例如：

( 3 )  这 样 做 ，好 固 然 好 ，就是太浪  

费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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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）“自然”的分布情况 

1. “自然”出现在句首的情况较少,句中分 

布的情况相对较多。

(4 )  冰破落水，鲤鱼还不及游过来。 

自然，必须不顾性命，这才孝感神明，会有 

出乎意料的奇迹，但那时我还小，实在不 

明白这些。（《二十四孝图》）

(5 )  自然，历史人物个人的活动，还脱 

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作用。（《实践论》）

(6) 大白天也要把帐子放下来，躲进 

去才能得到片刻安宁。 自然，这样一来， 

是愈发闷热了。（《读书》）

如句子（5), “自然”可以出现在句首，这 

点与“固然”相似，但频率却低很多，在北大的 

语料库中2000条例句中仅有178例。“自然” 

和“固然” 一 样 ，主 要 分 布 于 主 谓 之 间 。“自 

然”主要的作用是引起句子的转折或追加说 

明，重点表现“自然”之后的内容。如 （6 )句, 

“自然”之后补充说明如何才能破冰求鲤，需 

要不顾性命的意志。（5 )句 “自然”后引起事 

件转折 ,得到读书的安宁但是却更加闷热的 

结果。

二 、语 义 分 析

“固然”和“自然”在做连词的时候语义上 

有相同之处，“固然”有 确 认 某 种 事 实 之 意 ， 

“自然”也有承认某种事实之意，都可以用来 

表示转折关系。但是“固然”还可以表示让步 

关系，这 点 是 “自然”做 连 词 时 所 不 具 备 的  

特点。

(一）“固然”的语义分析 

1. “固然”表示语义的让步转折。

“固然”有让步意味，承认前一句所说的 

事实 ,后句对前句的内容进行补充。例如：

( ) 学习固然很忙碌，但是忙碌之中 

感觉很充实。

例 (7 )句 ，前句承认学习十分忙碌,后句对 

忙碌的感受“充实”进行补充说明。

承认前一句所说的事实，但是重点强调后 

句所说的内容,前后的内容是矛盾的。例如：

(8 )这样办固然稳当，但是太费事。

(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七版）

(9)这机器固然笨重，但是用途还是 

非常大的。（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）

例 (8 )句先扬后抑 ,句承认前一实事的确 

很稳妥，但是后句所说的内容是反驳前一句的 

看法，重点突出后句所说的“费事”这一实事 

情况。（9)句先抑后扬，突出机器的重要作用。

2. “固然”只表示语义的让步，此时前后句 

之间的意义并不矛盾。

① 承认甲事实，但也不否认乙事实。甲乙 

两事实同等重要。后 面 多 用 “也 ”组合表达。 

例如：

( 0 ) 大米白面固然好，高粱玉米也不 

错。（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）

② 承认甲事实，也不否认乙事实,但是乙 

事实与甲事实相比更重要一些,重点突出后一 

句的内容。此时后面多有“但是”“可是”等来 

说明。例如：

(11)錦上添花固然好，但是雪中送炭 

情谊更深。

例句（11)承认锦上添花的好处，但是相比 

之下雪中送炭的情谊比锦上添花更重要，突出 

雪中送炭的作用。

(二）“自然”的语义分析 

“自然”的副词义使用非常频繁，而它的 

连词义正是由副词义衍生出来的，由于时间较 

短 ,所以很多人依然把“自然”的连词用法当 

成副词用法。吕叔湘的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中 

就没有“自然”的连词义，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 

中单列了连词一项。

1. “自然”表示语义的转折，后面往往有 

停顿。

( 2 ) 听不到一点批评和其他不同意 

见，这并不是一件好事。 自然，听“忧”不 

像听“喜 ”那 样 顺 耳 ，很 可 能 不 大 愉 快 。 

(《人民日报》1998年）

“自然”在表达意义的转折的时候，自然 

后面会有表达停顿的符号。

2. “自然”承认某种事实，表示语义的追加 

说明，后面多用“也”来配合表示。

(13)住房、教育、医疗、社会保障等哪

104



一方面都要花钱。 自然，居民的开支也就 

谨慎多了。（《人民日报》2000)

(14) 所谓毡窝，就是用擀羊毛毡的工 

艺，直接掛成的一种毯棉鞋，相当厚 ，又是 

整体成形，所以严实隔寒，异常暖和。 自 

然，它的外形也就又笨又大。（成 一 《白 

银谷》）

(13)句 “自然”承认各个方面都需要花  

钱,后句补充出花很多钱的结果，居民的消费 

变得更加谨慎。（14)句补充说明了毡窝的外 

形又笨又大。

在语义方面 ，“固然”在引起转折时 ，“固 

然”主要承认某种事实,转折后追加的内容往 

往由后面的“但 ” “但是”补充说明；“固然”在 

表示让步义中甲乙同样重要的时候用“也”进 

行组合说明。而“自然”表达转折时后面会有 

停顿，其后所追加的内容是与前文内容一致, 

追加的内容通过“才” “就”来组合表达。

三 、语 用 分 析

对于语言的用法问题，看法一直不统一。 

但是综合起来看,研究语句的用法总是离不开 

三个方面，当前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三个问 

题上:①指示词语的含义问题。②会话中特定 

含义的推导问题。③语言行为和语力问题。 

具有不同的言外之意也就是“语 力 ”，言语行 

为和语力与句子形式的关系也是语言的用法 

问题。

(一）运 用 “言语行为理论”对 “固然”和 

“自然”进行语用分析。

一般说，连词“固然”和 “自然”都能表示 

转折关系。“固然”表示让步性转折关系，而 

“自然”表示推 理 性 补 充 性 转 折 关 系 。例如 

(15) a1 和 （15 ) a2 能 说 ，但 是 （15) b2 能说, 

(15)b1 就不能说了。

(15) a1.药固然可以治病，但是服用 

过量也会产生相反的作用。（《现代汉语 

八百词》）

(15)a2 . 自然，药可以治病，但是服用 

过量也会产生相反的作用。

(15) b1.选择这个自己念起来都感拗

口的专业，自然有半县中学教师的引领， 

但更多的当是出于他对自身潜能的一种 

认定。

(15) b2.选择这个自己念起来都感拗 

口的专业，固然有半县中学教师的引领， 

但更多的当是出于他对自身潜能的一种 

认定。

如何理解例子中“固然”和“自然”的区别 

呢？语法书中对“固然”的解释是连接小句或 

句子;“自然”连接分句或句子。这体现了语 

言的一种共性。用语用分析中的“言语行为” 

来解释，人们每说的一句话都是语言活动中的 

一个“行 为 ”或 者 “举 动 ”。从这个角度来看  

“固然”所连接的句子是两个“行为举动”，“固 

然”前是一个原有的旧的“行为”，“固然”之后 

连接了一个新提出的“行为”，新 的 “行为”必 

须建立在旧的“行为”基础上。说话者对前一 

个旧的“行为”表示赞同,实际上是对新的“行 

为”的一种反驳,为了使听话者能够更容易接 

受自身看法，说话者先承认对方观点再予以反 

驳。“自然”前后也连接两个“行为举动”，后 

一个“行为”也需要建立在前一个“行为”的基 

础 之 上 ，不 同 的 是 说 话 者 本 身 对 先 一 个 “行 

为”的看法与后一个“行为”的看法是一致的, 

即在前一“行为”的基础上得出后一“行为”， 

说话者心理上认为二者的关系并不是矛盾的, 

而是一个顺接的过程，这个过程可以是肯定的 

也可以是否定的。

(二）运 用 “语用推理理论”讨 论 “固然” 

“自然”虚化的语法化规则。

(16) “这 两 种 传 说 ，固然略有些不 

同，但打了胜仗，却似乎确实的。”（鲁迅 

《故事新编 .采薇》）

(17) 秦王朝覆灭的原因固然很多，缺 

乏深厚的社会基础，特别是又推行了“焚 

书坑儒”的愚昧政策，无疑是一个重要原 

因。（1994年报刊精选）

(18) 这样一来林尚志就不好意思再 

推了，只好先说。 自然是按他昨晚想好的 

策略（政策和策略是党的性命），循序渐 

进避重就轻，先谈次要问题—— 他们打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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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珠海待多久。（刘向阳《私奔》）

此时“固然”和“自然”对前一事实表示肯 

定认同的基础上,对不完善的部分进行说明补 

充。在 （16)句中 , 固然”表原副词义“确实如 

此”而在（17)句中通过与用推理产生了连词 

义 ；（18)句“自然”位于句首，使副词属性变成 

了连词属性，连接两个句子。这 种 “虚化”可 

以看作是一种语用语法化的结果。上下文或 

语境在这种推理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。

除此以外，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心理距 

离在这种推理中的作用也十分重要。按照语 

用的推理机制，虚化是逐步完成的。一个成分 

在 由 A 义转化为 B 义的过程中总是存在一个 

A 义 和 B 义共存的阶段。就是说话人（S )和 

听话人(H )之间总有一种紧张关系：S 不想说 

得太详细，而 H 又想要 S 尽量说得详细。在听 

话人通过语境从说话人有限的话语中推导出 

隐含义的过程中，固然”“自然”都肯定承认了 

前文出现的某种事实，并提出看法和评价。但 

是“固然”更具有“尊重”意味。“自然”所肯定 

的内容是建立在说话者现有知识、经验基础之 

上的推理、判 断 ，因此给读者一种很有说服力 

的感觉，情感上也更为郑重。“固然”所具有 

的“尊重”色彩缩小了听话人和说话人之间的 

心理距离，更有益于推理过程的发生；“自然” 

是说话人的一次推理、听话人的二次推理，因 

而实际所隐含的转折义更难推导出，且具有的 

“郑重色彩”也使得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心理距 

离拉大。

四 、结 语

由此观之，“固然”和 “自然”在连词属性

上既有差别又有联系。两词的位置大致一致, 

都有补充说明的作用，但是在用法和固定语境 

中用法存在区别，“固然”具有议论评议性，而 

“自然”则具有顺承性。由于实词虚化的过程 

正在进行,从各类参考文献来看,“固然”的连 

词词汇化程度要高于“自然” “自然”的连词 

属性依然很大程度依赖于其副词属性,相信随 

着语言的进一步发展，“自然”的连词性程度 

会随之增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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